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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收集了安徽建筑大学 2018-2020 年交通工程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的相关数据。首先，通过描述

性统计分析阐述就业的具体情况，表明了选择升学和工作的毕业生的良好现状；其次，为了探究学校的培养

工作与毕业生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利用双变量相关性分析说明了影响就业的因素之间存在相关性，再采用

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找到影响就业的显著因素，即毕业生在校获得的奖学金次数和在校参加的学科竞赛次数；

最后，依据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从大学生、高校和政府三个层面对交通工程专业的培养计划提出了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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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collects employment data of graduates major  in  traffic engineering from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from 2018 

to 2020.  The specific employment situation is  illustrated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which indicates  the good status of 

graduates who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and chose to work.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training and graduates’ 

employment quality，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rrelation amo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employment by means of bivariate correlation 

analysis，and identifies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by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namely the frequency of scholarships graduates have 

received and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in which they participated.  Suggestions on training program for  traffic engineering major are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analysis，which are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student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government. 

Keywords：stepwise regression；correlation analysis；traffic engineering；employment situation

我国高校扩招以来，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毕

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是高校无法回避的现实。一方

面，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我国研究生扩

招工作不断推进，考研升学成为越来越多毕业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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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另一方面，毕业生就业存在供需严重失衡、结

构性矛盾突出以及待业趋升现象。如何能够提高综

合实力以获取更好的考研结果，以及提高自身的综

合能力是毕业生们关心的热点问题。因此，对于影

响毕业生升学和就业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设计并收集了交通工程专业毕业生在校

表现情况和就业情况的相关数据，对此数据进行了

描述性统计分析，阐述了毕业生就业的具体情况，

然后对所有影响毕业生就业的因素进行量化，并利

用 Kendall τ相关系数进行“双变量相关性分析”，

判断影响就业的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为了避

免产生较大的误差，再通过“逐步回归”找到影响

毕业生就业的显著因素。最后，结合问卷调查的反

馈信息，对高校的交通工程专业大学生的培养工作

提供合理的建议。

1  数据来源

本文以安徽建筑大学 2018-2020 年交通工程

专业毕业生为调查对象，从毕业生人口学特征、在

校表现、就业去向、教学建议以及就业满意度五个

模块，在问卷星网站编制了交通工程专业调查问

卷，通过线上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回收 155 份调查

问卷，其中 2018 届毕业生问卷 35 份，2019 届毕业

生问卷 77 份，2020 届毕业生问卷 43 份，通过核查

和筛选，删除无效问卷 6 份，最终获取的有效问卷

有 149 份。在 149 个调查对象中，选择升学、参加

工作的分别有 40.94% 和 48.32%，另有 10.74% 的

毕业生选择考公务员、出国或者其他就业方向。

2  毕业生就业状况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本次的调查中发现，近 90% 的毕业生选择

升学和参加工作。因此，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分析安

徽建筑大学近三年的交通工程毕业生的升学和工

作情况。

2.1 毕业生升学的原因与现状

考虑到毕业生选择升学可能有多种原因，我

们将选择升学的主要原因设置为多项选择的调

查，调查结果如表 1 所示，提升自身综合能力、提升

学历和增加就业资本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75.32%、

84.42% 和 66.23%，缓解就业困难和对专业感兴趣

的比例分别为 33.77% 和 27.27%。

表 1 毕业生选择升学的主要原因

选择升学的主要原因 频数 百分比

提升自身综合能力 58 75.32%

提升学历 65 84.42%

延缓就业困难 26 33.77%

增加择业资本   51 66.23%

对专业感兴趣 21 27.27%

其他 2 2.60%

通过图 1 的升学院校类型调查可以发现，

985、 211 院校占有 45%，其他院校占有 55%。另

一方面，在升学满意度调查中，达到非常满意和基

本满意的分别有 26.39% 和 69.44%。

图 1 升学院校的类型

2.2 毕业生参加工作的现状

交通工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有广阔的就业市

场，在道路工程设施设计、道路施工及监理方面，

智能化交通控制与管理方面和现代交通物流管理

方面对交通工程专业的毕业生需求量很大 [1]。安

徽建筑大学交通工程专业近三年的毕业生就业地

点中，有 19.44% 在直辖市，50.00% 在省会城市，

19.44% 在地级市，在县级市或县城、乡镇和农村就

业的比例分别为 5.56%、2.78% 和 2.78%。且对于

已就业的学生，起薪达到 5000 以上的占有 54%，如

图 2 所示。

图 2 毕业生就业的起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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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归分析

高校人才培养的内容是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

的保障性条件，对于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至关重 

要 [2]。为了更清楚的了解学校的培养工作与毕业

生就业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影响交通工程毕业生

就业质量的因素至关重要。

本文选取在校的学习成绩大致等次、在校获得

的奖学金次数、在校参加的学科竞赛次数、每天用

于学习的平均时间和是否是学生干部作为影响交

通工程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因素，能够综合理论学习

和实践能力两个方面反映学校的培养工作对毕业

生就业的影响情况，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合理性。

为了将这些因素对交通工程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更

直观体现出来，本文将上述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

量，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以得到这些因素对就业影响的量化结果。回归分

析中，并不是所有的自变量都对因变量有很好的解

释作用 [3]，当自变量之间具有相关性时，回归模型

的自变量之间具有多重共线性，会导致分析的结果

存在较大误差，逐步回归分析法可以应用于检验和

修正多重共线性 [4]。因此，本文将先采用“双变量

相关性分析”检验影响交通工程毕业生就业因素

之间的相关性，然后运用“逐步回归”的方法筛选

出显著的自变量。

3.1 双变量相关性分析

为了研究影响交通工程毕业生就业的因素之

间是否存在相关性，需要将所有的变量进行量化并

进行“双变量相关性分析”，Kendall τ相关系数适用

于两个有序变量或两个秩变量间相关系数的测定，

它可以检测出两个变量之间的非线性相关性，并且

相关系数不会随着非线性相关程度的变化而变化
[5]。它利用变量秩数据计算一致（同向）对数目（U）
和非一致（同向）对数目（V），一致对数目和非一

致对数目分别定义为

U Vd d d dj j ii
j ii

n

j ii

n

= =>( ) <( )
>= >=
∑∑ ∑∑

1 1

,   （1）

显然，如果两变量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则一

致对数目 U 应较大，非一致对数目小，如果两变量

具有较强的负相关性，则一致对数目 U 应较小，非

一致对数目 V 应较大；如果两变量的相关性较弱，

则一致对数目和非一致对数目 V 应大致相当，大约

各占样本总数的 1/2。Kendall τ相关正是要对此进

行检验 [6]。Kendall τ统计量的数学定义为

τ = −( )
−( )

U V
n n

2

1
  （2）

在小样本下，Kendall τ服从 Kendall 分布。在

大样本下采用的检验统计量为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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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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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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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式中的 Z 统计量近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本文得到的量化之后的变量均为有序变量，

因此，将采用 Kendall τ相关系数对所有的变量进

行相关性分析。对所涉及的变量的量化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的量化

研究变量 变量赋值

升学院校的类型
其他院校：1
985 院校：3

211 院校：2

毕业生就业的起薪
1000-3000：1
5001-8000：3

3001-5000：2
8000 以上：4

在校的学习成绩大致等次
较差（69 分及以下）：1
良好（80~89 分）：3

一般（70~79 分）：2
优秀（90 分及以上）：4

在校获得的奖学金次数
没有获得：1
3~4 次：3

1~2 次：2
5 次以上：4

在校参加的学科竞赛次数
没有参加：1
4~6 次：3

1~3 次：2
6 次以上：4

每天用于学习的平均时间
小于 1 小时：1
3~5 小时：3

1~3 小时：2
5 小时以上：4

是否是学生干部 不是：0 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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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 SPSS 统计软件对上述变量进行“双

变量相关性分析”，具体操作步骤是：导入数据→分

析→相关→双变量→选入变量→选择“Kendall 的

tau_b（K）”方法→确定。当双侧置信度为0.05时，

在校的学习成绩大致等次与在校获得的奖学金次

数、在校参加的学科竞赛次数和是否是学生干部之

间均存在正相关性，在校获得的奖学金次数与是否

是学生干部存在正相关性，在校参加的学科竞赛次

数与是否是学生干部存在正相关性。其中，在校的

学习成绩大致等次与在校获得的奖学金次数之间

的相关系数达到 0.659，它们之间的正相关性最强，

如表 3 所示。

3.2 逐步回归分析

通过上述的“双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

影响毕业生就业的因素之间存在相关性，直接讨论

每个因素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会存在较大误差。

“逐步回归”是将变量逐个引入，每引入一个自变量

后，对已选入的变量进行逐个检验，当原引入的变

量由于后面变量的引入而变得不再显著时，要将其

删除。引入一个变量或从回归方程中剔除一个变

量，都要进行 F 检验，以确保每次引入新的变量之

前回归方程中只包含显著的变量 [7]。这种方法所

得到的解释变量集简单有效，且损失的信息较少，

得到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更具有效性和合

理性。

本文运用 SPSS 统计软件对交通工程毕业生就

业的两个方向分别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分别得

到影响升学院校的类型和就业单位的起薪的显著

因素。具体操作步骤是：导入数据→分析→回归→

线性回归→选入变量→选择“逐步”方法→确定。

3.2.1  影响升学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当因变量是升学院校的类型时，得到的“逐步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得到逐步回归的回归

方程为

. . , .F
1

1 069 0 575 15 551= − + =ˆ

其中，因变量 y1 是升学院校的类型，自变量 x
是在校获得的奖学金次数，删除的自变量为在校的

学习成绩大致等次、在校参加的学科竞赛次数、每

天用于学习的平均时间和是否是学生干部。当显

著性水平为 0.05 时，本次逐步回归的 F=15.551，对
应的 p 值远小于 0.05，回归模型通过了 F 检验。由

于本文建立模型的目的是结构分析，筛选出影响毕

业生就业的显著因素，因此，本文将不对模型的决

定系数进行讨论。此外，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对

升学院校类型有显著影响的是在校获得的奖学金

次数，系数为正，说明在校获得的奖学金次数越多

升学院校的类型可能更好。

表 4 系数 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B

标准系数
t p值

标准误差 试用版

常量 -1.069 .362  -2.950 .004

在校获得的
奖学金次数

.575 .146 .309   3.943 .000

a. 因变量：升学院校的类型

3.2.2  影响就业起薪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当因变量是升学院校的类型时，得到的逐步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得到逐步回归的回归方 

程为

. . , .F
2
1 214 1 042 9 449= + =ˆ

其中，因变量 y2 是就业单位的起薪，自变量 x

表 3 自变量之间的 Kendall tau 相关系数

在校的学习成绩
大致等次

在校的获得的
奖学金次数

在校参加的学科
竞赛次数

每天用于学习的
平均时间

是否是学生干部

在校的学习成绩大致等次 1.000 .659 .303 .051 .235

在校获得的奖学金次数 .659 1.000 .262 .121  .207

在校参加的学科竞赛次数 .303 .262 1.000 .045 .165

每天用于学习的平均时间 .051 .121 .045 1.000 .032

是否是学生干部 .235 .207 .165 .03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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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校参加的学科竞赛次数，删除的自变量为在校

的学习成绩大致等次、在校获得的奖学金次数、每

天用于学习的平均时间和是否是学生干部。当显

著性水平为 0.05 时，本次逐步回归的 F=9.449，对
应的 p=0.03，小于 0.05，回归模型通过了 F 检验。

此外，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对就业单位的起薪有

显著影响的是在校参加的学科竞赛次数，系数为

正，说明在校参加的学科竞赛次数越多就业单位的

起薪可能更好。

表 5 系数 a

模型 
非标准化
系数 B

标准系数
t p 值

标准误差 试用版

常量 1.214 .524 4.227 .000

在校参加的学科
竞赛次数

1.042 .339 .246 3.074 .003

a. 因变量：就业单位的起薪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安徽建筑大学近三年的交通工程专

业毕业生中，选择升学或者工作是两个主要趋势。

选择升学的毕业生有 45% 在 985、211 院校继续深

造。选择就业的毕业生有 54% 就业起薪达到 5000

元以上。因此，安徽建筑大学近三年的交通工程专

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良好。

在影响升学的因素方面，经过“逐步回归”分

析筛选出影响毕业生就业的最显著因素。在校的

奖学金获得次数是影响毕业生升学院校类型的显

著因素，两者之间存在正的相互关系，在校学生获

得更多的奖学金可能有助于毕业后的继续深造。

在影响就业的因素方面，在校参加的学科竞赛次数

是影响毕业生就业单位起薪的显著因素，两者之间

存在正的相互关系，在校学生参加更多的学科竞赛

可能有助于就业。

4.2 对策建议

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升学率、就业率、升学质量

和就业质量是高校培养优秀毕业生的重要任务与

责任，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模式是

制约和影响专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要从学生的实际

反馈出发，制订出合适的培养方案。

4.2.1  大学生要不断完善自己

大学生要密切关注就业形势，准确把握人才市

场需要，打好专业基础，加强专业实践能力训练。

通过图 3 的调查报告可知，在有效填写问卷的 149

名毕业生当中，大多数人更愿意参加实践创作与案

例分析，而只有少部分毕业生愿意参加课堂讨论、

撰写报告或论文以及学科竞赛。大学生要学习好

理论知识的同时加强实践技能的训练，可通过担任

学生干部、加入社团、参加社会活动等多种途径，不

断拓展社会关系资源，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不断

提高就业质量。

图 3 毕业生在校期间愿意参加的教学活动

4.2.2  高校优化师资队伍注重实践教学

高校不仅要为大学生提供良好学习环境，也要

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让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

的就业。通过图 4 的调查报告可知，交通工程专业

毕业生对于实践教学、师资力量和课程设置具有更

高的需求，在毕业生给学校所提供的建议中，多次

涉及“提高师资力量”、“完善专业课程设置”、“多

增加实践实习机会”和“提高教学的深度，教学要

更偏向于设计”。因此，高校应该确定合适的人才

培养体系，在核心知识领域配备更充足的专职教师

资源，根据实践教学的需要，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

和实践课程，使得学生能够全方面提高自己，以达

到更好的就业质量。

图 4 学习本专业所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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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政府优化就业环境

各级政府要从加大宏观引导与政策支持方面

入手，制定比较完善的促进大学生公平就业的法律

制度，对就业招聘单位进行监督指导，调节人才市

场需求，给予大学生就业政策支持。研究表明，人

才市场需求在社会因素中是影响力最大的因素，毕

业生就业人数激增与人才市场需求疲软是造成大

学生就业难的直接因素 [8]。因此，为毕业生创造公

平、公正、宽松、良好的就业环境，逐步规范劳动力

市场是有效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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